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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保尔森基金会旗下的麦克罗波洛智
库今年发布了更新版的全球人工智能 （AI）
人才追踪报告。报告评估了全球多国人工智
能研究人员的储备和流动情况。报告认为，
目前全球前2%的顶尖人工智能研究者中，有
相当比例的人员原籍为中国或工作所在地位
于中国。《纽约时报》等外媒分析表示，中国
的人工智能人才数量占据领先地位。中国着
力打造人工智能人才成长的“孵化器”和“蓄水
池”，为未来产业发展积蓄了创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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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人才“蓄水池” 激发创新“源动力”

中国人工智能人才数量大幅增长
本报记者 林子涵

中老泰跨境铁路增进区域互联互通
■受访专家：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罗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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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培养AI人才的重要国家”

麦克罗波洛智库的报告研究了全球顶尖人工智能人才
从本科院校、硕士院校到博士院校的成长路径。报告显示，
从本科院校来看，中国高校几乎培养了全球一半的顶尖人
工智能人才。而在 2019 年，本科毕业于中国高校的顶尖人
工智能人才占全球的比例还只有29%。

“中国人工智能人才数量大幅增长。”《纽约时报》日前
报道称，根据麦克罗波洛智库的报告，在美国顶尖人工智能
人才中，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占38%，美国占37%。从一些关
键指标来看，中国已成为人工智能人才的主要产出国。

“中国成为培养 AI 人才的重要国家。”《麻省理工科技
评论》近日发文表示，中国近年来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池
的重要组成部分，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占比持续提高。

韩国经济新闻网站《EToday》报道称，中国人工智能人
才培养成效显著，人工智能研究的顶尖人才数量快速增长。

“随着人工智能行业不断发展，中国的人工智能‘人才
库’迅速扩大。”数字安全调查媒体《网络新闻》网站报道称，
中国培养了一批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促进了相关行业
的创新和进步。

“中国对AI教育进行了大量投入”

外媒关注到，中国近年来正在加快推进数字教育，培
养人工智能领域优秀人才。自2018年中国教育部印发《高
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以来，许多中国高校已建成
人工智能学院或人工智能研究院，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相
关学科的投入。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备案和审批结果》，人工智能专业近年来成为中国高校设立
专业的热门方向。

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文章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人才
方面的突出地位得益于对人工智能素养和能力培养的重视
和投入。从2020年到2023年，人工智能连续3年被评为中国
高校最受欢迎的专业。

“中国对 AI 教育进行了大量投入。”《纽约时报》分析
称，自 2018年以来，中国新增了 2000多个人工智能相关本
科专业，其中300多个设立在知名高校。

中国各地也在加快行动，打造人工智能人才与科创高
地。北京市教委日前发布《关于深化高校专业课程改革提
高大学生人工智能素养能力的意见》，明确今年9月，北京
市属公办本科高校将率先实现人工智能通识课全覆盖。
2022年，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上海市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力争到 2025 年上海人工
智能人才规模达到 30 万人。京沪之外，深圳、广州等多
地也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建设印发政策文件，发力创新人
才培育。

美国市场情报公司IDC发布预测数据表示，2027年，中
国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将达381亿美元，约为2022年的3
倍。其中，中国地方政府将尤其重视相关领域投资，积极响
应培养人工智能人才的号召。

走进人工智能行业，中国科技企业正成为人工智能人
才的“孵化器”。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日前报道称，中国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专利申请数遥遥领先，其中，许多专利
的申请者来自中国企业。报道援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
据表示，从2014年至2023年，有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
专利申请总数超过 5 万件，其中，中国提交了超过 3.8 万
件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专利申请，内容涵盖自动驾驶、
文件管理等多个方向。名列前茅的申请者来自字节跳动、

阿里巴巴等科技企业。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援引麦克罗波洛智库研究员的分

析表示，过去几年来，中国在大学扩展了人工智能培养项
目，同时，中国也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行业，以招收、吸引人
才。得益于高校与行业的共同努力，更多计算机科学及相关
专业的学生进入了人工智能行业。中国研究人员逐渐成为
尖端人工智能行业的中坚力量。

“AI人才是未来产业创新的关键要素”

外媒报道称，随着人工智能领域飞速发展，未来中国对
高水平人才的需求还将继续增长，针对人工智能人才能力
素质的培养还将进一步推进。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热潮正在推高中国人工智能行业
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中国的
大型科技企业、初创公司、金融企业等都在尽力争取优秀
人工智能人才。未来，预计中国还将产生数百万人工智能
人才的需求。

麦肯锡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预计2030年中国对熟练
人工智能人才的需求将增至2022年的6倍，达到600万，而
中国的高技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还有广阔空间。

中国教育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明确提
出，到 2030 年，中国高校成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
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才高地，
为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AI人才是未来产业创新的关键要素。”《纽约时报》报
道称，中国高校目前的培养项目多数围绕关于人工智能在
工业和制造业中的应用，有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培养项目
相对较少。未来几年，中国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面的趋
势还需要密切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人才的培育，关系创
新能力与工业生产力，将塑造国家的科技竞争力。报道表
示，“在培养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科学家方面，中国有
领先优势”。

“中国已培养了相当一部分世界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
人员，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工智能人才正在选择进入国
内的人工智能行业工作。”《福布斯》杂志发文称，中国人工
智能人才的积累，将助力中国科技创新实力的提升，有利于
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中国经验助力乌干达职业教育

近期，乌干达鲁扬子理工学院与中国湖南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联合开展培
训项目、双学位项目、信息交流、资料和课程共享
以及联合研究，为乌干达师生提供更多培训和就业
的机会。

近年来，乌干达发展职业培训，扩大职业学校
的规模和数量，增加熟练工人的数量，支持国家工
业化发展。

在职业教育领域，中国经验值得借鉴。中国建
立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根据中国教
育部数据，2023年，中国中等职业教育 （不含人社
部门管理的技工学校） 共有学校 7085 所，在校生
1298.46万人。中国教育部数据 2022年 5月发布的数
据表明，中国职业学校共开设专业 1300多个，专业
点超过 12万个，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在现代
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
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学校毕业生。

中国已与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了职业教育
合作，有400多所中国高职院校与国外办学机构开展
合作办学。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乌干达可与
中国积极开展职业教育合作，增进人员往来交流，
学习中国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

——据乌干达《新景报》网站报道

中国风电专利竞争力提升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委托专利调查公司收集了
与风力发电机相关的专利数据，从有无国际申请、
竞争对手的关注程度等方面对 2015年至 2024年 4月
间发布的 169822项专利进行了竞争力评分。调查显
示，2023年，中国首次跃居风力发电机专利竞争力
排行榜榜首。

中国企业近年来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研发
力度，制造了多种高效能风机，有竞争力的产品不
断涌现。

全球风能理事会发布的 《2024 年全球风能报
告》 显示，2023年，全球风电行业新增装机容量达
到创纪录的117吉瓦。中国连续6年在海上风电开发
方面处于领先地位，2023 年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6.3吉瓦，占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的58%。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中国年轻人成为乡村“新农人”

近年来，得益于中国持续推进乡村建设，越来
越多年轻人选择到乡村发展。

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咨询公司麦可思的数据，
2022年，约1/4的应届大学毕业生选择在小城市、城
镇和农村就业，而这个比例在2018年为1/5。进入农
林牧渔业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所占比例也从 1.2%上升
到1.9%。2022年，超过2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进入相
关行业。

今年，一档描绘农村生活的真人秀节目——
《种地吧》第二季在中国很受欢迎。节目的主角是多
位演员和音乐人，他们在节目中共同管理一片农
田。去年第一季播出后，参与者们成立了自己的农
产品公司，该公司的账号目前在抖音平台上拥有180
万粉丝。在节目的拍摄地杭州，当地政府还为该团
体提供资金，用于扩大业务并鼓励发展该地区的生
态旅游。

现在，越来越多中国年轻“打工人”被中国农村田
园风光吸引，开始走进乡村，投身乡村振兴。在分享
照片和视频的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上，“新农人计划”
的话题标签已获得超过3亿次浏览量，“新农人”话题
标签的浏览量已超过9500万次。

——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报道

泰老跨境铁路即将进行曼谷（阿披瓦中央车
站）—乌隆他尼—廊开—万象（坎萨瓦站）路线的运行
测试。此前，泰老两国已于 2024年 5月 21日完成泰国
东北部城市乌隆至老挝万象的列车运行测试。泰老
跨境铁路与中老铁路的有机结合，将为促进东盟区
域内国家互联互通，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
发挥重要作用。

经过多年合作推进，中国、老挝、泰国三国已建立
了跨境铁路联通基础。2021年12月，中老铁路全线贯
通。运营两年多来，中老铁路客货运输能力不断攀升，
带动区域互联互通、共同发展效应明显。与此同时，中
泰铁路也在持续推进。中泰铁路位于泰国境内，是中
泰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和泰国首条标准轨高
速铁路。项目2017年正式破土动工，分为两期建设。一
期“曼谷—呵叻”段连接泰国首都曼谷与泰国东北部
的呵叻府，二期“呵叻—廊开”段将延伸至与老挝首都
万象仅一河之隔的泰国廊开，实现与中老铁路衔接。
此次泰老跨境铁路试运营，意味着中老泰三国铁路联
通取得新进展。

跨境铁路网“织密”，背后是中老泰三国间旺盛的
经贸往来与人员交流需求。在经贸领域，当前，中国是
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是老挝第一大出口国和第
二大贸易伙伴。2024年年初，中泰双方签署了泰国有
关农产品输华议定书等合作文件，更多泰国农产品将
进入中国市场。在此背景下，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是相
关贸易的现实要求。相较传统的海运、陆运与公铁联
运方式，全铁路运输的物流成本降低、运输效率更高，
因此成为三国之间农产品贸易的主要物流形式之一。

在人员交流方面。截至 2024 年 4 月，中老铁路国
际旅客列车开行一年，已累计发送旅客70万人次，吸
引了来自 87 个国家和地区 18 万余人次跨境旅行。此
外，2024年3月起，中泰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中泰

两国游客跨境旅游人数持续增长，客运出行的需求进
一步升温。

泰老跨境铁路开通运行，将为区域内国家带来
新的利好。货运方面，泰老跨境铁路将助力泰国产
品经中老铁路向中国出口，为泰国货物进入老挝万
象并转运至中国昆明提供更多线路选择，改善中老
泰三国之间的物流情况，进一步缩短三国间的货物
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增强区域经贸往来。客
运方面，泰老跨境铁路可实现与中老铁路国际旅客
列车相衔接，串联起昆明、西双版纳、琅勃拉邦、
万象等城市，实行旅游目的地“朝发夕至”。新线路
有望提升沿线人文古迹和自然景区的旅游热度，促
进沿线旅游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

未来，中老泰跨境铁路联通将朝着高铁线路全线
贯通的目标持续推进。其中，中泰铁路的建设是关键。
不久前，中泰铁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31次会议在北京
举行。期间，双方跟进一期工程建设进度，确认二期工
程计划，并就泰国廊开至老挝万象的项目展开讨论，
泰方表示，中泰铁路二期工程预计 2025年开工，2030
年竣工通车。

中泰高铁合作持续、稳步推进，将进一步推动区
域内互联互通，推动泛亚铁路建设取得突破。中泰铁
路与中老铁路贯通后，将推动形成中老泰跨境高速铁
路交通网，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区域经济繁荣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中老泰跨境高速铁路交通网联通，可进
一步服务东盟相关“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及国内 31
个省（区、市）的主要城市，扩大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往
来，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同
时，中老泰互联互通还将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带来
新机遇，为连接中国、老挝、泰国至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的全铁路运输路线带来新的合作可能。

（本报记者 林子涵采访整理）

泰国国家铁路局近日宣布，连接泰国曼谷（阿披瓦中央
车站）与老挝万象（坎萨瓦车站）的跨境铁路将于近日试运
行。新开通的泰老跨境铁路不仅将改善泰老两国间的铁路
交通，也将连接中老铁路，促进泰老两国与中国的贸易、
物流与人员往来。

日本《日经亚洲评论》分析称，尽管泰国和中国不接
壤，但铁路合作将实现两国之间“无缝运输”。据泰国开泰研
究中心预测，今年，通过泰老跨境铁路及中老铁路的快速
通道，泰国对华陆路出口额将增长 17%，达到近 2500亿泰
铢，今后这一数字有望进一步上升。

2023 年 2 月 23 日在泰国呵叻府拍摄的中泰铁路建设现
场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王 腾摄

图①：2024年 5月 29日，在
北京三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技术负责人与研发人
员沟通开发注意事项。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图②：2023年 10月 22日，江
苏大学举办人工智能相关主题
第四届计算机文化节。图为大学
生为外国留学生讲解机器人的
功能和运行原理。

石玉成摄（人民视觉）

2024 年 6 月 19 日拍摄的三峡集团漳浦二期海上
风电项目现场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澧浦镇今年春季举办了多
期现代“新农人”新媒体网络带货直播培训班，吸引了
许多从事花卉苗木经营和种植的年轻人参与学习。

图为2024年5月28日，澧浦镇苗木城的苗圃里，“新
农人”在直播销售花卉盆景。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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